
科技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近日发布

的《2021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竞争力评价

及分析报告》显示，2020年 215个样本园区生

物医药产业总产值约 27314.82 亿元，占园区

总产值的比例为 24.60%，且该比例相比往年

具有较大增幅，其中高新区生物医药的占比

相对更高，2020年达园区总产值的28.76%。

生物医药产业已成为高新区的重要支柱

产业，在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大背景下，生

物医药园区也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

增长点。

生物医药产业生机勃勃

《报告》显示，苏州工业园区生物医药产

业综合竞争力位列全国第一。

据了解，近年来，苏州工业园区将生物医

药产业作为引领未来发展的“一号产业”，着

力集聚创新资源要素，抢占产业创新制高点，

产业发展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目前，苏州工业园区在生物医药领域集

聚的创新型企业数量、国家级人才数量、一类

新药临床批复数量、生物大分子药物总产能、

企业融资总额等5项指标，连续3年均占全国

20%以上，集聚生物医药企业近2000家。

新药研发领域，该园区已上市新药15个，

累计获药物临床试验批件484张，获国家重大

新药创制支持项目 66个。医疗器械领域，园

区已获二、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1083张，累计

产品 17 个进入国家医疗器械创新产品审批

“绿色”通道。

成都高新区稳居中国生物医药园区竞争

力排行榜第一方阵，排名第四。

“成都高新区排名靠前的关键，在于该区

构建了成果转化创新策源能力，并为生物医

药企业提供了全链条全周期的产业服务体

系。”成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成都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迅速，集聚了赛诺菲、吉利德、美敦力、阿斯利

康、赛默飞、艾尔建、波士顿科学等医药企业

3000余家，吸引7个诺奖团队和100余个国家

级团队，上市及过会企业10家，处于临床研究

阶段的一类新药品种48个。

排名第八的天津滨海高新区，着力布局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引育了一大批行业龙头

企业和“隐形”冠军。截至目前，天津滨海高

新区“细胞谷”已集聚细胞相关企业超过 30
家，基本形成了细胞提取制备、细胞存储、质

控检验、研发生产、应用转化、冷链物流的全

产业生态链条。汇集了 8 个国家级、36 个市

级产业创新平台，依托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

学研究所新建干细胞、免疫细胞、基因药物等

共性产业化平台，建设“细胞生态”海河实验

室，不断推动学术成果向产业转化，构建从创

新链到产业链的完整闭环。到 2023年，天津

滨海高新区“细胞谷”将集聚细胞企业100家，

从业人员达到 5000人，引育顶尖人才 100名，

产值突破100亿元。

构建完整产业链条

生物医药产业在众多国家高新区的蓬勃

发展，离不开高新区搭建的完整产业链。

作为仅成立7个月就成为估值60多亿元

的独角兽企业，威斯克公司是由中国科学院

院士、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治疗国家重点

实验室主任魏于全教授领衔，其科研团队专

业从事疫苗研发生产和免疫治疗的生物医药

公司。

魏于全表示，“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成都高新区高度关注团队疫苗攻关进展，适

时开展成果转化和企业孵化工作，直接推动

了威斯克公司的成立。同时，成都高新区通

过早期投入、代建厂房、推荐融资等方式整合

各方力量，全力帮助威斯克公司快速成长，推

动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实现了近200倍的资

产撬动。”

成都高新区坚持以“五链融合”构建产业

生态圈，瞄准 0到 1原始创新，搭建全链条生

物技术服务平台，形成了现代中药、化学药、

生物制剂、医疗器械产业集群，累计聚集3000
余家国内外知名企业，产业规模连续4年保持

20%增速。

截至目前，成都高新区已顺利完成全国

首个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成果转

移转化试点示范基地一期建设，突破了 29项

关键性技术，支持 437个新药品种国内申报，

聚集国家级人才团队近 100个，吸引世界 500
强企业吉利德中西部首个投资项目西部运营

中心、波士顿科学第二总部及创新中心等一

大批高能级项目。其中，美敦力医疗创新中

心、阿斯利康中国西部总部等项目已于今年

顺利运营。

产业链区域分工逐步深化

“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布局呈现出空间布

局上的集群式特点，产业布局主要集中在经

济发展水平高、科技水平高、人才聚集度高的

地区。”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副主任范玲表

示，具体而言，目前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形成了

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中部长江经济带、川

渝等主要集聚区。

伴随着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在园区的集聚

化发展，各地园区在竞争与合作中的定位与

功能也逐步演化，在产业链上的区域分工逐

渐深化，呈现出三大聚集区域领先发展，中西

部后发跟进，产业逐渐由东向西转移，区域协

同发展的竞合态势，生物医药产业研发投入

持续增加，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初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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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争粉

5年成为独角兽 探寻“小药药”进阶之路

首批新能源汽车电池退役潮来了
“白名单”怎样抗衡“黑作坊”

国家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探索高质量发展国家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探索高质量发展

▶ 本报记者 戈清平

2015年 8月成立，创业时不过 5个人，目

前员工发展到近 6000人，最近 3年连续被认

定为独角兽企业，今年还被认定为湖北科创

“新物种”独角兽企业，这家企业已成为能够

为上游工业和下游终端、消费者提供全链一

站式服务的高科技企业。

这家企业就是武汉小药药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公司创始人李萌是位“80”后。她是如

何带领一班“90”后、“00”后，在 5年左右的时

间里，一路闯关突围，克服技术、市场、管理等

重重困难，在双创浪潮中立于潮头？近日，记

者专访了这位“80”后企业家。

数字化打通医药流通环节

“当年我们创业就是希望解决传统医药

行业分销痛点，拟通过科技和技术的手段，把

流通环节变得更加简化，缩短流通路径，让价

格更加透明、公平。”李萌说。

简言之，小药药的使命，就是让中国医药

流通安全、高效，透明；让老百姓吃上“放心

药”。

李萌说，她希望，未来能让生活在偏远乡

村的老百姓享受到和一、二线城市同样价格

和品质的药品供给。

实际上，我国人口众多，随着老龄化社会

的到来，用药需求与日俱增，小药药切中的这

一市场足够巨大。与此同时，中国的城镇数

量巨大，要打通各个流通环节，也存在着巨大

机会。

用互联网技术赋能

如何突破传统医药流通行业固有的分销

现状，是摆在小药药面前的头等大事。

“针对行业痛点，小药药构建了一套智能

化供应链和解决方案，改变了此前药品流通

多级批发的网状结构，消除了多余的中间环

节，通过专属的数字化系统直接连接药企、药

店、诊所甚至消费者。”李萌说。

正是因为抓住了行业痛点，小药药迅速

获得医疗机构、药房等客户的重视。

“目前全国有 20 多个省的 3000 多家药

企、50多万家药店和诊所，采用了小药药的解

决方案。”李萌说，这些对商品流的解决方案，

包括全面线上化的平台端和采购端，以及创

新自研“整进散出”数字化仓配体系，解决商

品流中药企和终端药店交易线上化和“一箱

一件”商品供需最小单元错配问题。

具体讲，小药药实行采购线上化，使商品

库存信息更透明，让客户在采购的过程中更

高效。

李萌介绍，小药药自研了“神农”第四代

供应链管理平台，采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机

器学习及核心算法，可实现线上签约、自动补

货、自动调拨等核心功能，实现全面线上化、

智能化采购。

采购线上化之后，交易更安全，借助于小

药药构建的产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可在专属

电商平台实现安全交易。

在仓库管理方面，小药药依靠自研的“百

草”仓储物流智能管理系统，将原有的医药产

业仓库管理模式进行了升级，从原有的“整进

整出”到“整进散出”，这种创新方式解决了商

品流中供需最小单元错配问题。

前端的信息化改造完成后，小药药还对

终端进行改造，推出多个平台端，一方面方便

药店在线上进货，一方面方便消费者在线上

购药。

谈及如何吸引药店在这个平台上购药，

小药药的做法是不断完善平台上的药品资

源，并提供专业的服务。

据李萌介绍，目前平台上经营了 10万款

以上的药品，并能提供 7×24 小时的专业服

务，享受“次日达”服务。同时，采取“整进拆

零”的方式，方便人们便捷采购产品。

在李萌看来，未来用户的购药场景会更

多样化，互联网医药公司针对药店、医疗机

构、电商平台等供给，做好原有的医药流通基

础设施的革新，同时横向创新发展，直接为患

者提供有温度的医疗健康服务。

“用数字化技术革新医药流通行业的关

键是掌握更多有用的数据，并且将这些数据

用起来。小药药一方面在与医药公司合作，

将医药公司掌握的数据打通；另一方面，构建

生产—流通—零售链条上的完整解决方案，

正、反向打通数据流，让数据在多个环节产生

和应用，而非只紧握单一环节的数据。”李萌

说，只有如此，才能把数据用起来、活起来，促

进从药企生产到流通批发、终端营销、消费者

服务全链条的效率提升。

借力发力做大做强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

李萌说，这场疫情宛如一场“高考”，是

对公司如何运用互联网+医药对抗疫情的

大检验。

“疫情暴发以来，小药药和全国抗疫先

锋并肩作战，保卫武汉！全国 1000 多名‘小

药丸’坚守岗位，连续奋战 77 个昼夜, 全员

零感染，圆满完成疫情保供任务！”李萌激动

地说，他们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也实现了

公司快速发展。

“当时正值春节放假，为完成湖北省政

府提出的打造口罩预约平台的要求，我们

1000 多名研发人员，各自在家乡连续奋战

将近两周时间，火线上线口罩预约平台，并

与微信打通，实现湖北全省老百姓都能拿到

口罩。”李萌介绍当时的情形。

此外，小药药还入选“湖北省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应急物资采购储

备战略企业，向火神山医院、金银潭医院等

多家机构累计捐赠及协助捐赠防疫物资超

过 1000 万件，践行一个医药流通企业的社

会责任。

随着公司不断壮大，小药药也更加重视

人才引进打造。

据悉，小药药目前的核心管理层均来自

阿里巴巴、美团、知名连锁药房品牌等头部

企业，拥有互联网和医药行业人才。同时基

于湖北本地高校云集优势，公司每年都从各

大重点高校进行校招，持续构建和完善人才

体系搭建，形成强有力的管理架构。

在完成自身“造血”的同时，小药药还不

断获得资本机构的“输血”。

“我们已完成多轮融资，投资主要是国内

顶尖风险投资机构。其中，还包括湖北高投

这样的政府产业基金，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温

暖。”李萌说。

在总结自身能够快速成长壮大的原因

时，李萌归结为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

优势。

“天时是，我们深处一个国家大力支持创

新创业的美好时代；地利是，湖北得天独厚的

环境，拥有九省通衢的便利，而且这里的高校

资源丰富，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人才供给；人

和是，公司上下一心，平均年龄 29岁，创新力

强，组织内部充满青春奋斗的氛围，积极向

上；同时，湖北省政府也以“店小二”的服务为

企业提供便利化服务，使我们能够更加专注

于技术创新和业务发展。”

在政策、资本等多种力量的助推下，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

车产业可谓一路狂奔。在新能源汽车产销两旺的同时，首批

投入市场的新能源汽车，其动力电池正面临“退休”。在“双

碳”目标的推动下，电池回收利用成为新的产业风口。

2018年至今，工信部先后公布了两批共26家企业进入符

合“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的名

单，俗称“白名单”。但现实却是“白名单”抗衡不过“黑作

坊”——退役的动力电池大量流入小作坊等非正规渠道，带来

安全和环境隐患。

据悉，多家相关企业已开始了联合行动，维护行业生态。

7月16日，包括吉利集团、浙江天能、浙江超威等在内的9家新

能源汽车及电池生产重点企业发布联合声明，呼吁“抵制小作

坊”。他们表示将在废旧动力电池拍卖环节要求竞买企业必

须为“白名单”上榜企业，杜绝中间商、小作坊企业参与竞买；

同时呼吁全国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厂商共同遵守，规范废

旧动力电池的流向渠道。

（《科技日报》11.16
都芃 操秀英 刘莉）

一流创新团队“长什么样”

不久前，位于广东东莞的中国散裂中子源四台谱仪投入

运行。这台“超级显微镜”，为探索前沿科技打开了一扇大门。

大科学装置的建造工程和运行开放动辄涉及数百人的队

伍，一个环节出问题，就会导致整个系统瘫痪。从一片荔枝林

发展为科研高地，离不开中国散裂中子源建设团队。这支团

队中，35岁以下的年轻人超过 70%。工程总指挥陈和生院士

见证了这些年轻人的成长：“我很高兴地看到，老一辈的精神

传承下去了，年轻人成长得很快。”

历数近年来脱颖而出的一个个创新团队，越来越多年轻

人挑起大梁——中科院合肥强磁场青年海归转化医学创新团

队共114人，平均年龄仅31岁；中国航发涡轮院某发动机研制

团队中，35岁及以下青年比例达 65%；太钢集团不锈钢“手撕

钢”创新研发团队，15人的平均年龄只有34岁……

一人难挑千斤担，众人能移万座山。一支支创新团队，是

人才的集合，更是智慧交融的有机体，如一副副有力的臂膀，

托起中国科技的明天。

（《光明日报》11.24
杨舒）

“5G+工业互联网”
赋能千行百业

在武汉钢铁有限公司炼钢厂操控中心，大型显示屏实时

反映着机械手按照自动规划路径进行扒渣作业的实况。武

汉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敖爱国介绍，扒渣作业是危险性重复

作业，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耗，企业利用“5G+工业互联网”技

术，对设备进行改造升级，推动实现了“一键扒渣”，每年可为

工厂减少成本超过1000万元。

“5G+工业互联网”赋能基础日益坚实。当下，“5G+工业

互联网”已经率先在采矿、钢铁、电力、电子设备制造、装备制

造等 10个重点行业形成了远程设备操控、机器视觉自检、无

人智能巡检等典型应用场景，标杆示范带动作用日益凸显。

工信部数据显示，“5G+工业互联网”全国在建项目已经

超过1800个，覆盖22个重点行业，推动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

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数字化管理等典

型应用模式向更多重点行业延伸。

科技创新 赋能高质量发展
从1958年我国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试制成功，到1965年

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再到如今北斗导航卫星全

球组网，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加快应用，科技成果越来越

快进入经济社会主战场，形成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科技创新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供给质量，让更多“中国制

造”升级为“中国智造”。近年来，重大专项引领重点产业跨越

发展，移动通信、新药创制等领域取得重大成果。2020年，全

国高新技术企业突破27万家。

区域创新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柱，是国家创新体

系的基础和依托。2020年，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达到13.6万

亿元，以不到 3‰的国土面积贡献了 13.3%的全国GDP，培育

集聚高新技术企业超过10万家，占到全国的36.3%。

今年 1—8月，国家高新区依靠创新驱动，呈现出较强的

经济发展韧性，实现营业收入 29.5万亿元，同比增长 21.9%，

创新创业活力持续强劲。

（《人民日报》11.23
刘诗瑶）

（《经济日报》11.24
黄鑫 董庆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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